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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法律制度，特别是学习和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制
度。
有人认为，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不是建设一般的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从而不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不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
度。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和有害的。
这种观点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
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也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
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
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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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面而翔实的学说和判例材料，对日本行政诉讼法进行了准确介绍；以日本行政诉讼法为样本
，对行政诉讼的构造进行了透彻解析；以行政诉讼构造的解析为基础，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进行
了深入思考。
    作者为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学术功底深厚。
本书作为其耗时五年的用心之作，对行政诉讼构造的解析有正本清源之功，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思考
有很多真知灼见，可资学者、法官研读和立法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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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问题在于，这种不重复义务或者说“禁止反复效”是否意味着撤销判决一经作出，行政机关就
完全失去了对同一人作出同一内容行政处分的可能性。
对这一问题，通说认为：“禁止反复效”是禁止行政机关以同一理由作出同一内容的行政处分，所以
，即使情况并未发生变化，行政机关也可以以其他理由作出同一处分。
但是，这与原告所受来自于既判力的限制相比，有失均衡。
因为驳回请求判决意味着系争行政处分的合法性被确定（发生既判力），原告不能再以其他理由主张
该行政处分违法。
通说之所以认可这种不均衡，是出于如下两个考虑：第一，如果撤销判决是基于行政处分的程序违法
，而该行政处分在实体上并不违法，那么禁止行政机关履行正确的程序重新作出一个同一内容的行政
处分是不合理的；第二，如果撤销判决是基于行政处分的实体违法，但行政机关可以以其他理由作出
同一内容的行政处分，那么禁止其援用其他理由作出同一内容的行政处分不符合依法行政原理——不
能因为行政机关当初在诉讼过程中偶然性地援用了当初的理由而没有援用其他理由，就永远禁止其作
出该行政处分①。
不过，对此有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认为：行政机关的调查义务在撤销诉讼过程中，至少在口头辩论终结前也没有完结，所以，
行政机关不能在撤销判决作出后以其本来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进行主张和举证的事实或者资料为根据，
对同一人重新作出一个同一内容的行政处分②。
这一意见可以说击中了裁判实务的要害——日本的裁判实务对行政机关在撤销诉讼过程中的“处分理
由的追加与替换”持宽容态度已如前述（第四章第二节第一款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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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从提笔到完成（严格来说只是初步完成）历时五年。
一本20余万字的小书花费了五年时间，真是一支拙笔。
这里，除了虚心承认自己的怠惰和愚笨，还想做如下“辩解”：2004年的《行政事件诉讼法》修改，
是日本行政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准确解读本次修改的意义需要时间。
也就是说，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曾经有意地放缓脚步，以便于更充分地观察本次修改对日本行政诉讼制
度发生的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
书的观察与解读已经完全到位。
因为，法律制度的变革从立法修改到“尘埃落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五年恐怕还是不够。
在此意义上，本书只是一个“半成品”，他日定当择机修订。
付梓之际，回首本书的写作过程乃至笔者的求学之路，感慨不已。
笔者当年（1997年）是带着问题去日本留学的，那个问题就是“行政诉讼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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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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